
“19元充值100元话费。”前不
久，天津市民王先生在收到的快递
盒上发现这则二维码广告。他觉
得很划算，扫码并按广告指引支付
了19元，结果根本没有充值到话
费，而是显示其开通了某App会员。

王先生把自己的遭遇告诉了
身边的朋友，发现不少人都遇到过
快递盒上的二维码陷阱——有的
充值后没有得到相应的优惠，有的
下载了一堆App也没有获得奖品。

近日，记者来到天津市河东区
多个快递站点，随机选择了30个快
递包裹看到，其中有四成左右的快
递包裹上印有二维码广告，内容包
括：“天大的秘密！扫一扫可以领
100元”“先别拆！扫码领大额现金
红包”“别扔！扫码1元抽手机”等。

扫描这些二维码真的能够领
取到福利吗？

记者扫了扫一快递上“马上
扫，随机奖励一桶油”的二维码后，
手机屏幕弹出一页面，上面写着抽
取烟、酒、平板电脑等各种福利大

奖，抽中后只需支付快递费即可送
到家。

“不要扫，骗人的！”一旁的快
递站点工作人员看到记者扫二维
码时提醒道，他说有居民扫码支付
快递费、填写地址后根本没有收到
任何奖品。“这些二维码广告发件
时就有，也不知道谁贴的。”

附近有居民告诉记者，曾在快
递上看到贴有“领取手机靓号”的
二维码广告，其扫码进入选号界
面，按照订单流程填写了身份信息
并支付相应费用，结果一直没有收
到相关快递，试图沟通时发现对方
留的联系方式是假的。

还有一种“玩游戏提现”的二
维码广告，记者扫码进入游戏界
面，玩了 10 关后提示获得了 5 元
钱，但想提现要通过30关，到达30
关后又提示需要累计10元才能提
现……并且在此过程中用户得不
断观看各种广告。

在第三方投诉平台，多位网友
称，有些快递上的二维码广告带有

“流氓软件”，扫码后发现内容与宣

传广告不符，点击“退出”按钮，结
果仍自动下载了一堆无用的App。

据公开数据，2021年我国快递
业务量达1085亿件，支撑网络零售
额接近11万亿元。而近期安徽省
消保委对1111份快递单样本进行
测试、统计和分析发现，674个样本
中 含 有 二 维 码 广 告 ，占 比 达
60.67%。其中，出现最多的广告是
某平台的“天天领现金打款秒到
账”活动，占比39.32%。

那么，这些快递上的二维码广
告到底是谁贴上去的呢？

一名负责投放快递单广告的
业内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和电商平
台、快递公司都有合作，商家可以
直接通过系统把额外添加了广告
的快递单打出来，可根据不同节
点、活动区域投放，一天最多可以
保证发5万份。还有线下快递单广
告投放业务，即通过不干胶外贴在
快递包裹上，甚至可以单页放置在
快递内部。至于投放的都是哪些
广告，“只要不违法都可以，也没有

什么审核”。
而多位消费者投诉称，被骗后

与快递公司交涉，对方称广告不是
自己发布的，自己不需要为此负
责，也无法为其解决问题。对此，
广东瀛尊律师事务所律师翟东卫
认为，快递公司有责任和义务对快
递单上的广告内容进行审核，确保
其不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

“快递包裹上之所以有广告，
大概率是因为快递公司与广告经
营人之间有合同关系。根据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因经营者利
用虚假广告或者其他虚假宣传方
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其合法权益
受到损害的，可以向经营者要求赔
偿、广告经营者、发布者发布虚假
广告的，消费者可以请求行政主管
部门予以惩处、广告经营者、发布
者不能提供经营者的真实名称、地
址和有效联系方式的，应当承担赔
偿责任等规定，广告主应当赔偿受
到损害的消费者，快递公司应当承
担连带赔偿责任。”翟卫东说。

如何才能避免快递单广告陷
阱？

翟卫东说，《印刷品广告管理
办法》规定，发布印刷品广告，需要
具有代理与发布印刷品广告的经
营范围，如果快递公司的经营范围
里没有该项规定，工商管理部门可
以对其进行处罚。如果快递公司
明知广告内容违法而仍然发布该
广告，工商管理部门可以没收其广
告费用并对其进行罚款，如果情节
严重构成刑事犯罪的，可以追究刑
事责任。

“对于消费者来说，如果因为
该广告的虚假宣传而导致损失，可
以对广告主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
偿损失，当然，也可以要求广告发
布人快递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
任。”翟卫东说。

安徽省消保委等多地相关部
门和快递公司也提醒，快递单广告
中的“免费抽”“待领取”“一元抽”
等福利，并不能确保真实性和安全
性，消费者看到这类广告后要谨
慎，不要轻易扫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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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新聞

调查｜快递包装上的二维码广告哪来的？
不要轻易扫码

“烫发分12个区域收费”，
商家的套路还能再深些吗？

近日，浙江杭州的刘先生遇到
了一件离谱的事情。据媒体报道，
他在当地一家理发店做发型，店员
报价 398元的服帖烫，收款时却变
成了 4776元。店员解释称是按区
域收费，刘先生头上被分成了12个
区域，每个区域收费398元，因此价
格是 4776元。刘先生认为这是天
价收费，表示无法接受。

对此，有网民评论，“明明可以
抢钱，还硬要给人烫个头”“没按根
算你就偷着乐吧”……言语间透出
无奈和反讽。杭州市余杭区市场
监管局前往检查发现，该商家存在
模糊定价、诱导消费、损害消费者
知情及价格欺诈等嫌疑，已责令其
停业整顿。

烫发按头皮分区收费，如此套
路令人瞠目。根据我国价格法和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经营者
提供商品或服务要明码标价，注明
商品的品名、产地、规格、等级、计
价单位、价格或者服务的项目、收

费标准等有关情况。经营者不得
在标价之外加价出售商品，不得收
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不得利用
虚假的或者使人误解的价格手段，
诱骗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与其
进行交易。上述商家的做法显然
与这些规定背道而驰。

近年来，美容领域如此“套路”
消费者的情况不时发生。曾有报
道显示，商家宣传“免费”纹眉，把
消费者忽悠进店纹完一只眉毛后，
告诉消费者另一只眉毛需要收费。

与美容美发的“免费”体验类
似的做法还有不少。比如，有消费
者“免费”领取了商家提供的学习
机后，被告知充值2499元学习卡才
能使用；有学生买下电商称可“分
12期付款、享受低息优惠”的手机
后，实际被收取的利息可以再买一
部同款手机……

“0元购”“免费领”“无息贷”，
类似的套路、欺骗消费者的做法为
何能够屡屡得逞？

首先，是这些套路的隐蔽性较
强，商家把文字游戏玩到了相当高
的程度。优惠促销、免费体验不过
是诱饵，只要消费者“咬钩”了，后
面的事情就得听商家的了。其次，
对于一些小店，监管的力量可能并
未触及或者无法实现及时有效覆
盖。再有，是消费者有时戒心较弱
或者受到诱惑，容易上当。

类似手段，不仅侵害了消费者
的合法权益，使其蒙受经济损失，
对商家来说也是一种短视、一条歧
路——诚信为本、童叟无欺应是商
家的本分。作为经营者，应该严格
遵守相关市场的法律和规则，诚信
经营，不搞套路，明码标价，若反其
道而行之，那么砸自己的招牌，让
更多消费者止步门外，乃至受到法
律的惩处，只是时间问题。进而言
之，诱导消费和价格欺诈还可能对
整个行业产生不良影响，扰乱相关
市场秩序，削弱人们的消费积极
性。

对类似的商家和套路，一方
面，消费者自身要擦亮眼睛，有所
警惕，要注意保留消费凭证等相关
证据，及时向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
或有关部门举报、投诉，积极维护
自身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有关

职能部门要强化日常监管，要畅通
举报渠道，积极履行职责，对违法
违规的商家及时处理、整治，用法
律手段去震慑更多经营者，去呵护
健康的消费环境及正常的市场秩
序。


